
雁回人圆丨“鄱阳湖淡水健康和湿地保护项目”侧记 

 

远山晚霞铺满天际，一群飞鸟掠过梦幻花海，空气中漂浮着沁人心脾的甜香……作为

鄱阳湖地区候鸟迁徙的第一站，马影湖美得仿佛仙境落到了人间。 

 

 
如诗如画的候鸟天堂 

（摄影/杨帆，都昌县候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供图） 

 

这一切对 9 岁半的许佳慧来说，却早就习以为常。从小在马影湖边长大的她，已经看

惯了类似的风景。况且，几个月后，等到成群结队的冬候鸟归来，才是真正的人间难

得。 

 

事实上，小佳慧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如同现在一样期待着冬候鸟的回归，多少次站在

马影湖边的滩涂上眺望遥远的东方。马影湖往东 600 多公里处，正是繁华的大都市—

—上海，那里有她魂牵梦萦的爸爸和妈妈。 

 

爷爷告诉她，就像候鸟历尽千辛万苦总会飞来，离家的人也总有一天会回归。从小，

小佳慧就靠着这样的信念等待大雁归来，期待一家团圆。然而，1 年、2 年、3 年……

除了偶尔回乡探亲，爸爸妈妈迄今仍然在上海打拼。从牙牙学语到渐明人事，越来越

失望的她已经明白，爸爸妈妈终究也变成了冬候鸟，只在过年的时候才会造访马影湖

畔的家，和她…… 



 
鄱阳湖畔的美丽村落 

 

2019 年底，又是一个几十万候鸟汇聚鄱阳湖的黄金时节。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小佳

慧刚刚从午睡中醒来，有个叫易清的年轻人突然敲响了家门。 

 

“大姐姐和爷爷聊了好久”，时年 6 岁的小佳慧依稀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姐姐特别

好，还给了我好吃的”。一提到易清，小佳慧眼里就仿佛有了光。事实上，易清的出

现的确就像一束光，她给小佳慧带来的不仅是“好吃的”，还有一个希望——父母归

家的希望。 

 

“候鸟小村”的淡水健康 

 

易清的正式身份是世界知名环保公益组织——保护国际基金会的项目经理。说起 4 年

前的情景，易清微笑着告诉我们:“那时候我刚加入保护国际才两个月，其实就是冲

着鄱阳湖来的。” 

 

其实，易清与马影湖的缘分不仅来自于保护国际基金会的招募，背后更大的原因则是

一家总部位于 3000 多公里外的跨国企业——新加坡金鹰集团。 

 

金鹰集团管理着多家世界领先的资源型制造企业，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了中国。

2017 年，在公司庆祝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将经营理念从“利民、利国、利业”升级为

“保护环境，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利民、利国、利业”，并随后与全球一些知名组

织联合启动了一系列公益项目。在中国，他们选择的合作伙伴正是保护国际基金会。 

 

“金鹰是老朋友了。”据保护国际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刘晓海介绍，金鹰集团在此

之前就和他们在中国以外的其它区域合作过。刘晓海说：“我们当时提供了几个中国

的项目给金鹰，有广州的，海南的，还有九江的，也就是这个鄱阳湖……他们一眼就

看上了鄱阳湖。” 



 
鄱阳湖面飞过的小天鹅 

（摄影/杨帆，都昌县候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供图） 

 

对于金鹰集团来讲，选择鄱阳湖可以说是顺理成章。鄱阳湖所在的九江是金鹰集团旗

下全球最大纺织原料纤维素纤维制造商——赛得利的重要生产基地，赛得利在九江的

工厂也是江西省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因此，如果能直接造福于这里的环境和人民当

然是最好的选择。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经过了一年多的评估准备期后，保护国际基金会通过公开招聘选

择了易清，负责落地实施“鄱阳湖淡水健康和湿地保护项目”。 

 

初来乍到，马影湖对于易清来说两眼一抹黑，但曾经记者出身的她胸有成竹，在熟悉

了一些基本情况后，第一时间就选择了拜访小佳慧的爷爷许小华。 

 

“佳慧爷爷是马影湖樟树许村的村长，还是这里的宗族事务话事人，在当地可是响当

当。”易清笑着竖起了大拇指。 

 

作为村民的意见领袖，许小华在弄懂了易清的来意后非常高兴，他觉得这对樟树许村

来说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开始主动为这个“淡水健康和湿地保护项目”出起

了主意。 

 

“怎么保护湿地我说不上，搞淡水健康可明白，我说先把村口风水塘问题给考虑一下

吧。”彼时的许小华告诉易清。 



 

马影湖边的樟树许村 

 

许小华口中的风水塘就坐落在村口许家祠堂的对面，虽然面积不大，却是村里独一无

二的地标。由于风水塘经年累月收集着整个村日常产生的污水，平静无波的水面上总

是漂浮着暗绿、新绿交织的藻类有机物。然而，就是这个水塘，却是整个村的“洗衣

机”，甚至有些不讲究的村民还在这里洗菜、淘米。用许小华的话说就是“大家恨不

得什么事情都在风水塘里解决”。 

 

听了许小华的建议，易清眼前一亮。显然，如果能在风水塘使用的问题上有所突破，

带来的示范效应必然会使在这里推广淡水健康工作事半功倍。然而，风水塘的问题并

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这里的水不干净谁都知道，但为什么就是喜欢把这里当‘洗衣机’？因为对很多村

民们来说，到风水塘洗衣服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他们一天中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易清

解释道。因此，想要改变这种也许已经延续了几代的社交生活习惯，绝不会是一件轻

松的事情。 

 

为此，项目团队在开过几次专题会后，邀请了武汉大学老师前来调查、分析风水塘的

使用情况，并形成了专门的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解决方案终于找到了。不久之后，

一个小鸟形状的洗衣池在风水塘畔诞生了。 



 

小鸟形状的洗衣池 

 

 
 

这个由专业人员设计的洗衣池使用的是旁边一口老井的清洁水源，冬暖夏凉。由于设

计巧妙，水流还可以在洗衣过程中多次利用。同时，四个带有石制搓板的洗衣位均匀

分布在洗衣池的周围，充分照顾了村民们的社交需求，一边洗衣服一边聊天轻松惬意。 



 

为了推广新型洗衣池，它甫一建成，佳慧爷爷许小华就动员自己的老伴带头去用。渐

渐的，这个风水塘边的新设施得到了许多村民的喜爱。 

 

易清说，虽然直到现在，还是有人会不时的前往风水塘洗衣服，但是她并不灰心，毕

竟，要改变常年以来形成的习惯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同时易清也知道，要系统性改善

村庄的水环境，确保村民用水健康，仅靠一个洗衣池还远远不够。 

 

2021 年，由鄱阳湖项目聘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撰写的《都昌许村社区可持续示范

点基础调查总结报告》获得了捐资方新加坡金鹰集团的认可，马影湖樟树许村“活水

社区”建设正式启动。该项目计划通过建设社区小微湿地以净化村民生活用污水，从

而彻底改善当地的淡水环境，实现社区居民们的用水健康。 

 

据易清透露，该项目进展顺利，将在今年 9 月左右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 

 

小村庄，大样本 

 

虽然淡水健康工作有了进展，但是易清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要

想真正保护好鄱阳湖湿地，让类似樟树许村这样的鄱阳湖畔村庄具备自我造血功能，

摆脱原始的靠湖吃湖，才是核心与关键。 

 

易清告诉我们，如果说在马影湖畔推进淡水健康的难点在于内因，也就是说需要改变

一些传统的生活习惯；那么，让这里的社区具备自我造血功能的重点则是如何对外因

进行因势利导，即最巧妙的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候鸟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鄱阳湖这一片是中国最大的候鸟栖息地，从 11 月份到第二年 3 月份是冬候鸟，紧

接着 4 月下旬开始一直到 9 月份夏候鸟又来了。马影湖是冬候鸟回到鄱阳湖越冬的第

一站。”易清介绍道。 

 



 
在鄱阳湖过冬的赤麻鸭 

（摄影/杨帆，都昌县候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供图） 

 

因此，对于樟树许村来说，把这里打造成为观鸟社区的发展思路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

事实上，一份同样由中国社科院专家撰写的《都昌市马影湖观鸟社区经济调查报告及

发展规划》在项目开始之初就已经获得了捐资方金鹰集团的认可。 

 

在易清来到樟树许村的第二年，一座专门为落实该发展规划打造的明星项目——“候

鸟书屋”正式落成，易清为它取名为“雁回”。 

 

 
“雁回”候鸟书屋 

 

“这个候鸟书屋的建设也得感谢佳慧的爷爷，因为这是改造的许家祖屋”，易清介绍

说。 



 

候鸟书屋的前身许家祖屋虽然年久失修，但由于位置得天独厚，当初被项目团队一眼

相中。在征得许家同意后，团队邀请了专业的室内设计师进行翻修设计，为老屋赋予

了图书馆、展览馆、教室等多重功能。在听说了“候鸟书屋”建设的消息后，金鹰集

团位于九江的赛得利工厂还主动捐赠了 400 多本自然类书籍。 

 

在这个书屋中，项目团队别出心裁地规划了一个叫“汉字与鸟”的板块，包含了从甲

骨文到现代所有与鸟相关的汉字。紧邻这个板块的墙上是一整排纯手工制作的传统卷

轴，里面写满了与鸟相关的千古名句。位于大厅正中央的是一幅巨型马影湖手绘地图，

上面标注着当地主要的候鸟种类，供参观者学习。 

 

 



 

 

候鸟书屋中的马影湖手绘地图、手工卷轴和“汉字与鸟”板块 

 

很快，这个兼具社区公共空间和自然教育基地功能的“候鸟书屋”甫一建成，就吸引

了众多来访者。由于寓教于乐，来此开展湿地相关自然教育和体验的人络绎不绝；书

屋还成为了附近三个自然村 50 多个孩子最喜爱的图书馆，每当学校放学，总能看到

孩子们的身影。 

 

“候鸟书屋”的成功增强了项目团队在樟树许村发展以生态旅游为导向的替代型经济

的信心。此外，为了盘活观鸟经济，团队又特地邀请从事品牌策划的专业机构打造了

一组以鄱阳湖候鸟为主题的“IP”——“马影湖旅行天团”，并开始尝试周边产品的

营销。樟树许村的发展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当地候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支持下，

风水塘附近将逐渐建设一批包括小微湿地景观、观鸟走廊等在内的设施。 

 

与此同时，易清还利用保护国际基金会的影响力，在这里先后开展了从鸟类识别、巡

护到社会组织机构管理等一系列面向当地村民的培训，力求从意识形态到专业技能全

方位提升村民的素质，配合观鸟社区的建设。 

 

“一定要先把樟树许村做起来，做成样板，再推广到保护区其它村子。”说起未来发

展，易清显得胸有成竹。 

 

进入 2023 年，随着旅游市场的复苏，来樟树许村观鸟的人逐渐增多，在金鹰集团和

保护国际的支持下，有两家农家乐也先后在这里开门营业，其中一家的老板正是小佳

慧的爷爷许小华。他略显兴奋地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是万事俱备，就等着观鸟旺季到

来，一显身手。 

 

“我昨天又和儿子通了电话，给他说了，到时候要是忙不过来就让他们两口子都回来，

别在上海飘着了。”许小华说。 



 

此时，正在一旁写作业的小佳慧双肩微微一颤……窗外微风吹过，鄱阳湖畔，正如易

清为“候鸟书屋”取的名字一样，惟愿“雁回”时节，人亦团圆！ 

 


